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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方法在妇科护理中的应用

唐 芳 董艳林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妇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探讨在妇科患者临床护理中心理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方法：于本院 2019年 4月~2020
年 1月收治的妇科患者中，随机选取 60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干预方式的不同，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在

科室护理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下，医护人员按照以往常规的护理模式，为两组患者提供用药指导、病情监

测等常规护理服务。与对照组护理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观察组患者另外增加使用心理护理。结果：从两

组患者护理前 SDS、SAS评分比较上来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DS、
SAS 评分降低，且观察组患者前后评分差异更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心理护理中，给

予妇科患者心理、情绪上的疏导，能够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患者的内心得到安慰与支持，有

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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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methods in gynecolog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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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of
gynecological patients. Methods: Among the gynecological patient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9 to
January 2020,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experim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Under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departmental
nursing management system, medical staff provide routine care services such as medication guidance and disease
monitoring for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vious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l. The
difference with the nursing method of the control group is that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itionally use
psychological nursing. Result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 SDS and SA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nursing,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SDS and
SA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de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patients was greater,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In psychological
nursing, giving gynecological patient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counseling can improve patient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other negative emotions. The patient's heart is comforted and support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achieve better treatmen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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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是医院重点科室，主要以各种生殖系统疾

病为主，多数患者需长期接受治疗。然而，受到疾

病、医疗费用、家庭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有些患者

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临床表现为：焦虑、抑郁、

悲观等情绪状态，甚至对疾病治疗失去信心，开始

自暴自弃，不愿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不仅会增加

临床护理、治疗各项工作的开展难度，同时也会影

响到治疗效果的发挥。近年来，我国医疗水平不断

提高，在疾病治疗中，临床护理所占据的地位越来

越高，受到了许多护理学者的广泛关注。针对妇科

患者心态上出现的问题，需要分析原因，并采取针

对性的护理对策。本文选取了我院 60例妇科患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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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验，在常规护理模式中增加使用了心理护理，

以 SDS、SAS 评分为观察指标，希望能够为产科护

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参考意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共 60例，均选自我院 2019年 4月
~2020年 1月收治的妇科患者。根据心理护理方式的

应用，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其中，观察组患者年龄平

均值为（41.23±4.26）岁，平均病程为（2.1±0.14）年，

存在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炎、慢性盆腔炎等病症类型。

对照组患者年龄病程平均值分别为（41.56±4.16）岁、

（2.01±0.34）年，病症类型与上一组患者相同。患者

的精神正常，心肝肺等重要脏器健全，在临床检查中，

所有患者均已经确诊，本次研究在所有患者知情下开

展，从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的整理上来看，

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模式用于对照组，医护人员按照以

往常规的护理流程，遵医嘱给予患者相关治疗药物，

以口语表达的方式向患者进行宣教，告知患者住院

期间需要注意的事项等[1]。

在对观察组患者护理中，常规护理内容同上，

另外增加使用心理护理。首先，妇科患者的疾病类

型不一，对应的治疗方法也存在着差异性。有些患

者内心较为脆弱，面对各种治疗项目的实施，容易

产生害怕、恐惧等负面情绪，治疗依从性差。针对

这种情况，医护人员可采用语言疏导的方式，向患

者传递更多积极的信息。例如：告诉患者药物副作

用很小、手术医生全部为专业操作医师并且具有多

年的经验等，给予患者更多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

促进医患双方之间的联系，取得患者的信任，使其

主动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另外，可以语言疏导的

方式传授给患者家属，共同完成患者负面心理上的

疏导，增强患者对疾病治疗的信心[2]。

其次，在患者住院期间，面对陌生的环境、人

物，患者的内心多少会存在不安，甚至感到拘束。

另外，看到病房内其他患者悲伤的表情，也会增加

自己的心理压力，从而出现悲观、烦躁等负面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护理人员应加大对病房环境的护理

力度，通过向患者家属进行咨询，了解患者平时的

喜好，将床单换成患者喜欢的颜色，病房内张贴好

看的壁纸，可放置书架，向患者提供有关健康心理

学的相关书籍，为患者提供一个舒适的住房环境，

消除患者内心存在的不安与恐慌，平复患者的心情，

达到良好的心理护理效果。最后，在临床护理中，

医护人员应学会捕捉患者情绪上的需求。有些患者

情绪低落出现的时间一般在夜间或者独处的时候，

为避免患者出现心理上的问题，医护人员应加强陪

护。当工作过于繁忙时，可嘱咐家属进行陪伴，向

其传授心理疏导的技巧，以便在患者心理、情绪状

态出现异常变化时，能够得到有效的疏导，使其保

持积极、乐观的心态[3]。

1.3 观察指标

在焦虑（SAS）自评量表、抑郁（SDS）焦虑量

表的应用下，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程度进行评

估。前者评分位于 10分以上视为焦虑，分值越高视

为焦虑程度越高。抑郁评分临界值为 50 分，超过

50分，分值越高，视为抑郁程度越高。开展护理满

意度调查，分值范围为 0-100 分，满意分值处于

90-100分范围内，90分以下视为不满意，计算出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数据整理依靠 SPSS20.0 统计学软件

来完成，（x±s）为计量单位，%为计数单位，分

别使用 t、x2进行检验，当组间差异符合 P<0.05的
要求时，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患者的 SAS评分比较：观察组为

19.52±1.34分、11.42±1.34分，对照组为 19.56±1.25
分、15.24±1.74分，护理前后 SDS评分比较：观察

组为 76.58±3.24 分、 45.28±5.24 分，对照组为

76.82±3.47分、57.58±6.32分，观察组患者各项评分

指标前后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细数据请见表 1。

表 1 患者护理前后 SAS、SDS评分比较（x±s）

组别 n
SDS

（护理前）

SDS
（护理后）

SAS
（护理前）

SAS
（护理前）

观察组 30 76.58±3.24 45.28±5.24 19.52±1.34 11.42±1.34

对照组 30 76.82±3.47 57.58±6.32 19.56±1.25 15.24±1.74

T值 0.241 5.324 0.145 5.622

P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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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观察组为 96.67%，

对照组为 8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近年来，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心理护

理在患者临床护理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在患

者负面情绪的改善中彰显出了更大的使用价值。对

于以往常规护理模式而言，医护人员普遍将临床护

理重点放在疾病本身上，忽视了对患者心理上的护

理，患者的情绪状态得不到较好的调整，治疗依从

性变差，生活质量也有可能会随之下降，不利于患

者身体的尽快康复[4]。心理护理涵盖了多种干预措

施，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疏导、住房环境的护理等

方面，在医护人员与家属的联合干预下，能够很好

的消除患者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提高患者的舒适度，

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来看待疾病的存在，积极配合

治疗，达到良好的效果。另外，护理人员作为各项

护理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应熟练掌握良好的沟通技

巧，在与患者互相交流过程中，认真揣摩患者的心

理，从患者的语气、讲话方式、情绪变化上完成患

者心理状态的评估，并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对策，提

高心理护理实施的有效性，切实解决患者所存在的

心理问题。家属作为患者最亲近的人，在患者心理、

情绪上的疏导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医护人员还应对

患者家属进行宣教，向其讲解心理疏导的方法和技

巧，留取更多的时间陪在患者身旁，可聊些患者感

兴趣的话题，转移患者的注意力，让患者感受到生

活的美好与乐趣，增加对疾病治疗的信心，勇敢对

抗病魔[5]。

在本次研究当中，从患者护理后 SAS、SDS 评

分以及护理满意度指标的比较上来看，观察组的整

体护理效果较好，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由此可见，在对妇科患者临床护理中，

心理护理的应用价值较高，适宜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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